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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困境与前景: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马　 萍　 　 施　 越

　 　 【内容提要】 　 自独立以来ꎬ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推动国内原材料深加

工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ꎮ 然而过去 ２０ 年间符合该国要素禀赋的纺织服装

业却未得到充分发展ꎮ 前人学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于乌产业政策不当ꎬ并分

别从定价机制和比较优势视角加以审视ꎮ 本文回顾乌独立以来产业政策的

制定和发展过程ꎬ认为乌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倾

斜政策是本国工业化战略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ꎬ且并非一成不变ꎮ 通过

分析纺织服装业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面临的制约因素ꎬ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乌

兹别克斯坦在国内市场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贸易关系、国家监管能力

等方面存在短板ꎬ其劳动力比较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ꎮ ２０１７ 年经济改

革以来ꎬ乌政府着力弥补上述短板ꎬ以纺织服装业为首的产业迎来发展机

遇ꎬ有望成为中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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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年初发布«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五大优先发展方

向国家行动战略»ꎮ 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ꎬ该文件明确指出要在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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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进行深加工的基础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米尔济约耶

夫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纺织、服装和针织产业改革及扩大出口能力的措施»
总统令ꎬ强调要加大对纺织半成品深加工和成品出口的投资ꎬ并计划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棉纱 １００％国内加工、纺织品出口额达到 ２００ 亿美元ꎬ凸显纺织服装业

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ꎮ 纺织服装业按生产工艺分为纺纱工业、织布工

业、针织工业、非织造工业、印染工业、服装工业等ꎻ按原料性质分为棉纺织工

业、毛纺织工业、丝纺织工业、麻纺织工业、化学纤维工业等ꎮ 作为传统产棉

大国ꎬ乌兹别克斯坦纺织服装业以棉纺织工业为绝对主体ꎬ且产值集中于纺

纱工业②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ꎬ具有改革发展空间ꎮ
纺织服装业对乌兹别克斯坦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特殊意义ꎮ 首先ꎬ纺织服装业为乌兹别克斯坦重要的工业部门ꎬ近十年

来产值始终占乌工业总产值的 １５％ 左右ꎬ２０１９ 年乌纺织服装业产值规模达

３９１ １ 亿苏姆(约合 ４３８ ４ 万美元)ꎬ为第三大制造业部门ꎬ仅次于食品加工

业和汽车制造业③ꎮ 其次ꎬ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就业水平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乌失业人口已达 ２００ 万ꎬ失业率超 １４％ ꎬ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前升高 ５％ ④ꎮ 而纺织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ꎬ有助于吸纳疫情冲击下

的失业人口ꎬ防止乌劳动人口红利转变为社会动荡因素ꎮ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

纺织和服装工业协会数据ꎬ其下共计 １ ２３１ 家会员企业ꎬ累计雇用 １５ 万名员

工⑤ꎮ 为应对疫情冲击ꎬ乌政府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ꎬ并实施价值 ９ ６５
亿美元的 １０７ 个棉花和纺织项目ꎬ预计创造 ２ ８ 万个就业机会⑥ꎮ 由此可见ꎬ
纺织服装业扩大生产对乌缓解疫情下失业压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再次ꎬ发展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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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业亦将助力乌兹别克斯坦实现出口多元化战略ꎮ 长期以来ꎬ乌主要出

口产品集中在贵金属、矿产品、棉花和铜等原料性商品ꎬ抵御风险能力较低ꎮ
以此次疫情为例ꎬ由于天然气和铜价格走低ꎬ乌贸易逆差或将进一步扩大ꎬ经
济增速预计大幅下降ꎮ 近五年乌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份额稳定在 １２％ ~ １３％
左右ꎬ具有较大增长空间①ꎮ 乌纺织和服装工业协会数据显示ꎬ疫情冲击下

乌纺织品出口逆势增长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７ 月出口额达 １０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２％ ②ꎮ 最后ꎬ随着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体系面临“更短的价值链、更集中

的附加值生产和更多的轻资产型跨境投资”趋势③ꎬ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制造

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是乌兹别克斯坦应对未来国际生产转型的必要战略ꎮ
过去 ２０ 年ꎬ包括纺织服装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始终未在乌取得显著

增长ꎮ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理论预期相悖ꎬ前人学者将上述现象归咎于

乌领导层决策不当ꎮ 本文旨在以纺织服装业为例ꎬ通过回溯乌产业政策变迁ꎬ分
析其产业政策对纺织服装业的影响ꎬ探讨当下产业发展的困境ꎬ由此对前人观点

进行修正和补充ꎮ 在细致考察乌纺织服装业的供需状况后ꎬ笔者认为ꎬ该国产业

发展更多受到国内市场环境、国际贸易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和国家监管能力的限

制ꎬ致使要素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ꎮ

二　 问题的提出: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不符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ꎬ在给定的时点ꎬ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该经

济体的要素禀赋ꎬ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④ꎮ 考察乌兹别克

斯坦的要素禀赋ꎬ该国相比中亚地区其他国家在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价格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ꎬ自然资源丰富但比较优势预期下降ꎬ资本丰裕度较低ꎬ因此

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ꎮ 然而ꎬ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６ 年经济改革以前ꎬ以纺织服装

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乌始终发展滞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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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乌兹别克斯坦的要素禀赋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３０ 年乌兹别克斯坦及其邻国人口密度 (单位:人 /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ｓｎａａｍａ / Ｂａｓｉｃ
注:２０２０ 年以后为预测数据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４０ 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构成 (％)

年龄段(岁)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４０(预测)

０ ~ １４ ３９ １ ２８ ９ ２２ ０

１５ ~ ２４ ２０ ９ １７ １ １６ ０

２５ ~ ５９ ３７ ７ ４６ ２ ４８ ０

６０ ＋ ２ ３ ７ ８ １４ ０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中亚地区气候干旱ꎬ人口主要集中在降水较为充沛的盆地和河谷地区ꎮ
因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区域和泽拉夫尚盆地位于境内ꎬ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总数

位居中亚国家之首ꎮ 如图 １ 所示ꎬ２０２０ 年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７８ ７ 人ꎬ
超过哈萨克斯坦 １０ 倍之多ꎮ 从人口结构看ꎬ乌工作年龄人口(１５ ~ ５９ 岁)占
比逐年上升ꎬ自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８ ６％ 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３ ３％ ꎬ人口依存率①则由

７０ ６％降至 ５８％ (见表 １)ꎮ 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ꎬ２０４０ 年ꎬ乌工作年龄人口

占比将保持在 ６４％ ꎬ人口依存率为 ５６ ３％ ꎮ 由此可见ꎬ乌兹别克斯坦处于人

口转型的早期红利阶段②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资源ꎮ 此

外ꎬ从劳动力价格上看ꎬ乌兹别克斯坦亦具有一定比较优势ꎮ ２０１８ 年乌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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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依存率指退休人口和年幼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率ꎬ也称人口负担率ꎮ
早期红利阶段表现为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导致低人口依存率ꎬ从而带来人口红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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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月人均工资为 ２２５ ８ 美元ꎬ不足哈萨克斯坦月人均工资(５１６ 美元)的
一半ꎬ并且低于月人均工资为 ２３６ 美元的越南①ꎮ 在细分的纺织服装行业ꎬ乌
兹别克斯坦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 ０ ４１ 美元ꎬ低于越南(每小时 ０ ５ 美元)、印
尼(每小时 ０ ４７ 美元)、巴基斯坦(每小时 ０ ６８ 美元)、中国(每小时 １ ７ 美

元)等竞争对手②ꎮ
就自然资源丰裕度而言ꎬ乌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蕴藏丰富ꎬ并在出口中占

有重要地位ꎮ 世界银行自然资源租金指标用于衡量一国自然资源产品的生

产价值与生产成本之差ꎬ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森林五个分项指标ꎮ
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反映一国整体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ꎮ
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乌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４ ７％ ꎬ略低于土库

曼斯坦(１７ ４％ )、哈萨克斯坦(１６ ２％ )ꎬ但显著高于吉塔两国和中国ꎮ 不

过ꎬ乌石油和能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ꎮ 如图 ２ 所示ꎬ石
油和能源产品出口占比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４ ２％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４ ４８％ ꎮ 而乌兹

别克斯坦最主要的能源出口产品即天然气ꎬ该趋势或与乌政府希望逐步减少

天然气出口并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零出口的规划有关③ꎬ这也意味着该国自然资源

的比较优势恐将逐步消失ꎮ

图 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能源产品出口占比(％)
资料来源: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 ｕｚ / ｅ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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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збекистан:ок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ｈｔｔｐｓ: / / ｉｍａｇｅ － ｓｒｃ ｂｃｇ ｃｏｍ / Ｉｍａｇｅｓ / ＥＮＧ － ＵＺ＿
Ｍａｙ２０１９＿ｔｃｍ２７ － ２２１７２２＿ｔｃｍ９ － ２４７８０１ ｐｄｆ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и швейно － трикотаж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ｕｚ / ｕｚ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２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９３２１６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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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资本要素而言ꎬ在人力资本方面ꎬ乌兹别克斯坦高端人才匮乏ꎬ劳动力

普遍只受过中等教育ꎬ多数 ２５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接受过 １０ 年教育ꎮ 如图 ３
所示ꎬ乌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 ９ １８％ ꎬ与中亚重要邻国哈萨克斯坦、东南亚产

业竞争对手马来西亚差距显著①ꎮ 然而ꎬ乌兹别克斯坦目前的劳动力状况对

发展所需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较为有利ꎮ 乌中等教育入学率已达 ９０％以上ꎬ
显著高于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ꎮ 此外ꎬ在乌中等专业职业教育阶段ꎬ绝大多

数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ꎮ 这种旨在培养具备中高水平技术工人的教育进

一步保证了劳动力素质②ꎮ

图 ３ ２０１７ 年各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Ｅ ＰＲＭ ＥＮＲ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Ｚ
注:受数据可得性所限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入学率采用净入学率指标ꎬ即统计中不包

含超龄或未达年龄学生ꎻ高等教育入学率采用毛入学率指标ꎮ

在实物资本方面ꎬ作为中低收入国家ꎬ乌兹别克斯坦尚不具备比较优势ꎮ
该国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形成总额为 １１６ ８ 亿美元ꎬ在中亚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ꎬ

—１７—

①

②

ＵＮＩＣＥＦꎬ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ｃｅｆ ｏｒｇ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ｍｅｄｉａ /
６８６ / ｆｉｌ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３０％２０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ｐｄｆ

２０１８ 年教育体系改革前乌实行 ９ 年制义务教育ꎬ此后的中等专业职业教育(相

当于高中教育)包含学术教育(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ｙｃｅｕｍ)和职业教育(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两种方

式ꎬ８７％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ꎮ 为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ꎬ乌政府于 ２０１８ 年颁布总统令ꎬ将
义务教育年限延至 １１ 年ꎬ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后ꎬ学生可选择接受额外半年至两年

的职业教育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３７９２１１５５１８４４１９２０５３ / ｐｄｆ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ｃｔｏｒ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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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哈萨克斯坦(５８７ ６ 亿美元)有较大差距ꎬ且远低于中国(４ ５５ 万亿美

元)的水平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形成总额平均占 ＧＤＰ 的

２６ ８％ ꎬ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２７ ８％ )ꎬ远低于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的平均水平(３１ ７％ )ꎮ
综上ꎬ依据经济学理论预期ꎬ乌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

赋结构决定了其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ꎮ
(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困境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要素禀赋有利于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ꎬ但无论是在

工业结构、出口结构抑或是就业结构方面ꎬ乌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工业)均未

得到充分发展①ꎮ 首先从工业结构上看ꎬ如表 ２ 所示ꎬ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４ 年ꎬ乌轻工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３９ ８％降至 １４ １％ ꎬ与电力、燃气和机械设备

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增长形成鲜明对比ꎮ

表 ２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４ 年乌兹别克斯坦各行业工业产值占比 (％)

行业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电力 ２ ７ ８ １ ８ ０ ７ ３

煤 ３ ７ １３ ２ １７ ５ １３ ３

钢铁 ０ ８ １ ４ ２ ６ ２ ７

有色金属 ９ ７ １０ ９ １０ ４ ８ ９

化工 ４ ０ ６ ０ ５ ５ ５ ３

机械设备 １１ ６ １１ ２ １６ １ １９ ２

建材 ４ ３ ５ ２ ５ ３ ６ ４

轻工业 ３９ ８ ２０ ０ １３ ５ １４ １

食品 １４ ８ １２ ６ １４ ０ １５ １

其他 ８ ６ １１ ４ ７ １ ７ ７

资料来源:ＣＥＥＰꎬ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５ － ０３ꎬＮｏ ８ꎬＥ Ｙ Ｂａｅꎬ Ｊ Ｓ Ｍａｈ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２０１９

—２７—

① 乌统计口径下的轻工业主要涵盖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ꎬ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１３０５８１５６０９５３０５３９６４ / ｐｄｆ /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ｎｄ － Ｊｏｂ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Ａ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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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结构上看ꎬ自 １９９５ 年至今ꎬ乌兹别克斯坦出口商品始终以原料

性商品为主ꎬ如棉花、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车辆出口稳步增加ꎬ出口额曾于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６ ５６ 亿美元ꎬ占总

出口的 １３ ４％ ꎮ 这与工业结构中机械设备产值占比的增长一致ꎬ说明了独

立以来乌资本密集型机械制造业的发展ꎮ 然而ꎬ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由于俄罗斯

和哈萨克斯坦自乌进口汽车减少ꎬ导致乌车辆出口显著下降(见表 ３)ꎬ汽
车销售多为面向国内市场ꎮ 在轻工业产品中ꎬ仅有棉纱出口额相对较大ꎬ
于 ２０１５ 年实现 ４ ９ 亿美元ꎬ占总出口额的 ７ ９７％ ꎬ这与乌丰富的棉花资源

及独立以来强调减少原棉出口的政策相关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 年ꎬ乌棉花出口额

下降 ３ ９７ 亿美元ꎬ部分原因在于种植面积减少与原棉价格下跌ꎬ但同时也

因棉花国内加工量增大所致ꎮ 在棉纺织产业内部ꎬ棉纱产品处于加工链的

最底层ꎬ而需要进一步深加工的棉布、针织品乃至成衣则在乌出口中占比

极小ꎮ

表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８ 年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出口商品占比 (％)

出口商品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未梳的棉花 ６７ ７０ ２７ １０ ９ ０６ ２ １４

金 １２ ９０ ５ ８７ ３０ ８０ ２３ ６０

天然气 ３ ６４ １３ ５０ ９ ４８ ２３ ３０

放射性元素、同位素及其化合物 １ ３８ ３ ５０ ７ ０４ ０ ８９

车辆 ０ ００ ８ ３９ ０ ８１ ０ ３２

精炼铜 ０ ８４ ７ ８６ ５ ６０ ４ ８５

非零售棉纱 ０ ３４ ３ ９２ ７ ９７ ６ ９０

资料来源:经济复杂度观察站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 ｔｒｅｅ ＿ｍａｐ / ｈｓ９２ /
ｉｍｐｏｒｔ / ｕｚｂ / ａｌｌ / ｓｈｏｗ

从就业结构上看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ꎬ乌劳动力逐渐由农业向服务业转移ꎬ而
工业就业人数占比基本不变ꎬ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明显下降ꎮ 与此同

时ꎬ在制造业内部也存在就业转移现象ꎬ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和金属制品业、
轻工业等就业人数占比下降ꎬ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和石油化工业、建材

工业等就业人数占比上升(见表 ４)ꎮ 这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本应发挥的吸

纳就业作用预期不符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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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乌兹别克斯坦部门间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转移方向 经济部门 劳动力转移比例

流出

冶金工业 － １９ ３３

机械制造和金属制品业 － １６ ８９

农业 － ８ ８７

其他制造业 － ８ ８３

建筑业 － ４ ６５

轻工业 － ４ ６３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 ２ ７７

流入

其他服务业 ９１ ４１

交通运输和通信业 ４０ ６９

贸易和餐饮业 １６ ５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２８

化学和石油化工业 １ ６７

建筑材料工业 １ ５７

食品加工业 ０ ８０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ꎬ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１３０５８１５６０９５３０５３９６４ / ｐｄｆ /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ｎｄ － Ｊｏｂ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ｄｆ

以上数据显示ꎬ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重

工业发展严重不足ꎬ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更具学术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该国未

能依照要素禀赋实现产业发展?

三　 原因探析:纺织服装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目前学界对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的解释主要依循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两大理论进路ꎬ二者均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乌

政府产业政策不当ꎮ 新自由主义观点多体现在国际金融机构ꎬ如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等出台的报告中ꎮ 这些报

告建议乌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消除市场扭曲、放开汇兑管制、推动私有化

进程ꎮ 世界银行在 ２０１８ 年针对乌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发布的国别诊断中ꎬ
将该国轻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实施的资本

密集型产业保护政策ꎬ具体保护措施包括:电力、能源价格补贴ꎻ针对优先产业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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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材料价格补贴、优惠贷款、外汇兑换优先权和税收优惠等ꎮ 上述政策导致

价格扭曲ꎬ进而引起资源错配ꎬ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ꎮ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研究认为ꎬ乌轻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优

先发展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产业政策ꎬ但其论点更多强调该政策违背

乌兹别克斯坦要素禀赋特性ꎮ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相关学者指出①ꎬ乌兹别克

斯坦不应跳过纺织业、皮革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汽

车、化工等目前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ꎬ这将对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和经

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ꎮ
笔者认为ꎬ上述研究对乌产业政策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属“后见之明”ꎬ

即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的表象来推断政府产业政策导向ꎬ而缺乏对

政策制定历史环境和演变历程的考察ꎮ 前人学者一方面默认乌当局在产业

政策的制定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性ꎬ另一方面忽略了 １９９１ 年国家独立至 ２０１６
年启动经济改革这一时段内乌产业政策的诸多变化ꎮ

事实上ꎬ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后期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侧重于重工业和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政策是苏联经济体制崩溃背景下追求产业独立的体现ꎬ也是当时与外

商直接投资互动的结果ꎮ 此外ꎬ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乌当局积极调整产业政策ꎬ
以纺织服装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纳入优先领域ꎬ因此其发展困境难

以全部由产业政策所解释ꎮ 下文将就乌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发展依次展开分析ꎮ
(一)早期产业政策的实施

苏联解体后ꎬ中亚各国纷纷面临产业链断裂、工业制成品短缺的问题ꎮ
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ꎬ乌兹别克斯坦积极推进工业化ꎮ 据乌兹别克斯坦经济

部下属有效经济政策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ｃｙ)报告显示ꎬ乌
政府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第二阶段改革目标中明确提及促进投资向机械制造

业、轻工业、食品加工业和化工业转移ꎬ但并未表现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

斜②ꎮ 因此ꎬ乌政府最终的产业政策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形成ꎬ相关因素包

括独立之初的进口替代需求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向ꎮ
１ 进口替代需求

受苏联时期经济分工的影响ꎬ中亚各国往往处于产业链低端ꎬ扮演着原

—５７—

①

②

Ｖ ＰｏｐｏｖꎬＡ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ꎬ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ａｔ Ｗ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Ｋｎｏｗ? / / ＤＥＳ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Ｎｏ １４７

ＣＥＥＰꎬ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ｚ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３ / ａ２００４＿３＿ｆｕｌｌ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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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供者的角色ꎮ 这一点在乌兹别克斯坦表现为棉花的大规模种植和生产ꎮ
这些原料在苏联时期被运往俄罗斯或东欧地区进行加工ꎬ制成品再返销中亚

各加盟共和国ꎬ而这一分工对其经济效益的不利影响则由苏联中央提供补

贴ꎬ补贴往往高达加盟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 ４０％ ~ ７０％ ꎮ 然而ꎬ苏
联解体后ꎬ由于俄罗斯自身也受到严重的经济冲击ꎬ为缩减支出、提高收入ꎬ
俄罗斯大幅削减了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援助ꎬ并将产品价格提升至接近国际平

均水平ꎬ同时对中亚各国设置出口关税①ꎮ １９９５ 年贸易数据显示ꎬ乌兹别克

斯坦进口最多的商品为机械设备ꎬ占进口总额的 ３６％ ꎬ而此类商品主要来自

德国和韩国(见表 ５)ꎮ 这一方面反映乌对资本品较大的市场需求ꎬ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运输距离增加导致的进口成本提高ꎮ 因此ꎬ为满足国内需求ꎬ乌政

府有必要鼓励资本密集型机械制造业的发展ꎮ 此外ꎬ进口替代政策也对乌兹

别克斯坦保持经济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５ １９９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商品类别(ＨＳ２ 分类) 及占比(％)

进口商品类别 占比

机器、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其零件ꎻ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
的录制

３６ ０

乳品ꎻ蛋品ꎻ天然蜂蜜ꎻ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１２ ０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９ ３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８ ８
植物产品 ６ ２
贱金属及其制品 ５ ７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５ ４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
备ꎻ钟表ꎻ乐器ꎻ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４ ２

活动物ꎻ动物产品 ２ ５

塑料及其制品ꎻ橡胶及其制品 ２ ２

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ꎻ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ꎻ人造花ꎻ人发制品 １ ９

杂项制品 １ ６

其他 ４ ２

资料来源:经济复杂度观察站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 ｔｒｅｅ ＿ｍａｐ / ｈｓ９２ /
ｉｍｐｏｒｔ / ｕｚｂ / ａｌｌ / ｓｈｏｗ / １９９５

—６７—

① Ｍ Ｔ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ꎬ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Ｄ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ｕｌｐｈꎬ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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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国直接投资

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ꎬ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资本必然依赖贸易、国际融资

和外国直接投资三种渠道ꎮ 受内外部经济环境影响ꎬ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难以靠贸易和国际融资获得资本ꎬ主要依托外国直接投资ꎮ 因

此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领域直接决定了乌产业发展的方向ꎮ
在出口方面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亚地区转型国家多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ꎬ

导致国内 ＧＤＰ 大幅下降①ꎬ通货膨胀严重ꎬ这些国家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商

品也随之大幅减少ꎮ 受到“双重内陆国”的地缘限制ꎬ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

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贸易伙伴ꎮ 尽管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与乌兹别克

斯坦贸易额剧增ꎬ俄罗斯不再是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ꎬ但始终居于乌兹别

克斯坦出口对象国的前五位ꎮ 近 １０ 年间ꎬ哈萨克斯坦自乌兹别克斯坦进

口额显著增加ꎮ 此外ꎬ乌克兰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也一度成为乌兹别克斯坦

重要的出口对象国②ꎮ
在国际融资方面ꎬ由于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较高ꎬ外国私有银行往往不

愿向乌提供贷款ꎬ因此融资主要来自国际金融机构ꎬ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ꎮ 世界银行曾于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 年向乌累计提供 ２ ４７
亿美元的贷款③ꎮ 然而ꎬ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经济援助往往附加市场化改革

的条件ꎮ １９９６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遭遇棉花歉收和原棉世界价格下降两方面不

利因素ꎬ财政收支难以平衡ꎬ苏姆大幅贬值ꎮ 因此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当年实

施了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ꎮ 而这违反了乌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

汇兑换自由化的协定ꎬ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止规划中的贷款项目ꎬ并于

２００１ 年与乌兹别克斯坦中止所有正式关系④ꎮ
由此可见ꎬ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独立之初ꎬ乌兹别克斯坦面临通货膨胀率高企、经常账户赤字和债台高

—７７—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ꎬ除亚美尼亚以外ꎬ其他独联体国家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均低于乌兹

别克斯坦ꎮ 世界银行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ＫＤ Ｚ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Ｚ

经济复杂度观察站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Ｍ Ｔ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ꎬ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Ｄ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ｕｌｐｈꎬ１９９７

Ｈ Ｂ Ｓａｋａｌꎬ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ꎬＥｎｅｒｇｙ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ꎬ２０１７ꎬＸＸＩＩꎬｐｐ ４９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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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等问题ꎬ这一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大部分海外公司在对乌投资问

题上持审慎态度ꎮ １９９６ 年后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实施的外汇管制措施更

强化了外国投资的准入壁垒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最早一批来自日韩和欧美

国家的大额投资根据自身产能特点多投资于乌国内的机械制造业等资本

密集型产业ꎬ如韩国大宇集团①、凯斯纽荷兰(ＣＮＨ)全球有限公司②、德国

“Ｆａｌｋ － Ｐｏｒｓｃｈｅ － Ｔｅｃｈｎｉｋ ＧｍｂＨ”公司③、英国“Ｌｏｎｒｈｏ”公司④ꎮ 乌兹别克斯

坦大宇汽车公司至今仍为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之一ꎬ共计投资 ６ ５８ 亿美

元ꎮ 相比之下ꎬ大宇集团在纺织服装业仅投资 ６ ０００ 万美元ꎬ其建立大宇

纺织公司的首要目的在于通过出口棉纱获取在乌兹别克斯坦其他业务运

营需要的外汇ꎮ
在 １９９６ 年实施外汇兑换管制后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赋予外国投资企业

外汇配给优先权ꎬ并出台多项税率改革措施ꎬ为汽车行业提供税收优惠ꎬ包括

３％零部件进口关税、１３％商品税、工业用机械设备进口免增值税⑤ꎮ 由此可

见ꎬ乌兹别克斯坦资本密集型导向的产业政策最初是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的

保护政策ꎬ而最终形成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政府工业化发展战略与经济环境

相结合的产物ꎮ
(二)纺织服装业政策的调整

前人文献倾向于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乌产业政策ꎬ然而经笔者考察ꎬ尽管

乌政府始终保持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扶持ꎬ但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以纺织服装业

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被纳入产业政策的优先领域ꎬ资本流入显著

增多ꎮ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可以看

出ꎬ轻工业所占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ꎮ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主要投资于汽车制造业和通信业ꎬ乌兹别克斯坦大宇汽车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成立ꎮ
投资于(农业)机械设备制造业ꎬ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 ４ 家外商合

资企业ꎮ
投资于(电器)机械制造业ꎬ１９９８ 年收购乌兹别克斯坦“Ｅｌｅｋｔｒｏｓｉｇｎａｌ”公司ꎬ１９９９

年成立“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Ｋａｂｅｌ ＡＧ Ｔａｓｈｋｅｎｔ”合资公司ꎮ
投资于采矿业ꎬ１９９４ 年与乌兹别克斯坦矿产资源委员会、纳沃伊矿冶联合企业、

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共同成立“ＡＧＦ”合资公司ꎬ“Ｌｏｎｒｈｏ”公司持股 ３５％ ꎬ后于 １９９９ 年将

股份转售英国奥克斯资源公司ꎮ “Ｌｏｎｒｈｏ”公司后更名为“Ｌｏｎｍｉｎ”ꎮ
进口车辆商品税适用 ３０％ ꎮ Ｓ Ｇａｎｉｋｈｏｄｊａｅｖꎬ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０４ꎬＮｏ ３３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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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乌兹别克斯坦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工业总值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 ５ ３ ３ ８ ６ ４ ９ ５ ９ 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 ２ ３２ ３ ２９ １ ２１ ３ ２０ ３

冶金工业 ９ ０ １１ ５ １４ ５ ２２ ３ １６ ４

机械制造业 １３ ８ １４ ６ １０ ９ ３ ７ ３ ２

轻工业 ７ ９ １５ ９ １４ １ ２１ ４ ２０ ７

食品加工业 ８ ４ ５ ８ ６ ０ ３ ８ ５ ０

化工业 ２６ ７ ９ ９ １１ １ ９ ２ ７ ６

建筑材料业 ０ ９ １ ２ １ ２ １ ６ ２ ０

其他 ７ ８ ５ ０ ６ ７ ７ ２ １５ ３

资料来源:ＣＥＥＰꎬ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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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颁布 ３８ 号决议«关于纺织工业吸引投资

的措施»ꎬ并通过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吸引纺织业投资的国家计划ꎮ 该计划包含 ９４
个项目ꎬ累计投资额为 １２ ２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纺织业外商投资

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２０１２ 年至少有 ４８ 家外资或合资企业活跃于

乌纺织业市场ꎮ 此外ꎬ政府也为纺织企业ꎬ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提供税

收优惠ꎬ具体措施包括税制简化、相关机器设备进口关税减免①ꎮ 同时ꎬ政府

致力于推动纺织企业更新设备以提升加工能力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时任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颁布«关于改善纺织企业财务状况和完善向其出售棉

纤维机制的措施»决议ꎬ旨在通过纺织设备的现代化推动产业发展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卡里莫夫颁布«关于立达公司组织和生产现代纺织设备的措施»总
统令ꎮ 在该总统令下ꎬ瑞士著名的纺织机械生产商立达公司与乌国有企业

乌兹别克斯坦轻工业公司签署协议ꎬ建立立达纺织机械制造厂ꎮ
尽管乌政府上述鼓励纺织企业进行设备更新的法令意在提升行业竞争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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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纺织服装业发展ꎬ但由于政策制定过程中调研不充分ꎬ反而在一定程

度上恶化了企业的经营状况ꎮ 例如ꎬ据花剌子模州纺织企业反馈ꎬ２００６ 年颁

布的«关于改善纺织企业财务状况和完善向其出售棉纤维机制的措施»总统

令限制相关部门向机器设备老旧的纺织企业出售棉纤维ꎮ 由此ꎬ部分设备状

态良好的私营企业不得不陷入停产状态ꎮ 与此同时ꎬ机器设备的现代化更新

往往需要大量投资ꎬ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ꎮ 据相关统计ꎬ２００５ 年花剌子模州

纺织企业的金融费用高达 ２１０ 万美元ꎬ相当于利润(１００ 万美元)的两倍①ꎮ
与此同时ꎬ多数商业银行提供的都是为期 ３ 年的短期贷款ꎬ而企业购买机器

设备的成本回收期往往大于 ３ 年②ꎮ 由此可见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 ２１ 世纪

初期强力推动纺织服装业现代化ꎬ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ꎬ短
期内反而为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以产业保护政策来解释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困

境显然存在漏洞ꎮ 尽管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始终位于优

先发展之列ꎬ但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吸引投资、税收优惠等相关措施也逐渐向劳动

密集型轻工业ꎬ尤其是纺织服装业开放ꎬ产业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ꎮ 进一步研究表明ꎬ政策支持下的纺织服装业产值未能实现显著增长的

原因之一在于ꎬ部分政策未能顺应市场运行规律而产生了一定负面效果ꎮ 因

此ꎬ若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乌国内产业发展困境的原因ꎬ还需深入相关产业内

部ꎬ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发现制约产业增长的因素ꎮ

四　 供需分析:制约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因素

长期以来ꎬ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推进原棉国内深加工ꎬ新总统上台以来

更是签署法令深化纺织工业改革ꎬ纺织服装业可谓乌最具代表性与发展潜力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ꎮ 因此ꎬ笔者以纺织服装业为例ꎬ分别从原材料供给

和市场需求角度切入ꎬ分析制约产业发展的因素ꎬ以期探索乌产业发展的主

要困境ꎮ

—０８—

①

②

金融费用涵盖信贷的所有成本ꎬ包括利息和金融机构作为授信条件而收取的所

有其他费用ꎬ包括服务费、滞纳金、交易费及其他杂费ꎮ Ｆａｋｕｌｔäｔ Ｖ Ｗ ꎬ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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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ꎬ在乌兹别克斯坦ꎬ棉花配额制度和出口导向政策是供给侧阻

碍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主要因素ꎻ需求侧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

施、对外贸易关系及国家监管能力三方面短板ꎮ
(一)原材料供给方面的制约

１ 棉花配额制度限制市场采购

乌兹别克斯坦纺织服装业发展首先受到棉花配额制度的制约ꎮ 世界银

行调研报告显示ꎬ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ꎬ乌国内纺织服装业近半数企业面

临原材料短缺问题①ꎮ ２００６ 年ꎬ时任总统卡里莫夫颁布«关于简化棉纤维销

售和支付机制»总统令ꎬ确定了图 ４ 所示的棉纤维销售流程ꎮ 首先ꎬ由全国轧

棉企业组成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工业协会每年与农民签署协议ꎬ负责原棉的

初步加工(即分离棉纤维和棉花籽)ꎮ 此后ꎬ由该协会按照乌政府规定的棉花

出口配额将棉纤维售予 ３ 家负责出口业务的国有贸易公司———乌兹别克斯

坦工业机械进出口公司、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中心和乌兹别克斯坦国际进出

口公司ꎬ以及负责国内销售业务的乌兹别克斯坦商品交易公司ꎮ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关于促进棉花国内销售和纺织业发展的措施»总统令ꎬ国

内外纺织厂均需以外币(美元)购买棉纤维ꎬ销售收入最终流入乌财政部下属

农产品结算基金ꎮ

图 ４ 乌兹别克斯坦棉纤维销售流程

资料来源:Ｂ Ｍｕｒａｄｏｖ ＆ Ａ Ｉｌｋｈａｍｏｖꎬ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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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流程中可以发现ꎬ乌兹别克斯坦纺织企业生产所需的棉纤维原料

无法自由采购ꎬ而是依赖于政府配额ꎮ ２００２ 年后棉花国际市场价格走高①ꎬ
作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ꎬ乌兹别克斯坦始终依赖棉花出口以维持外汇储备

稳定ꎬ因此ꎬ大部分棉纤维分配至 ３ 家棉花出口贸易公司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ꎬ国产棉纤维仅有 ２０％ ~３０％用于国内加工ꎬ原材料不足导致国内纺

织企业的产能未得到充分利用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对花剌子模州纺织企业的调

研ꎬ该州纺织业加工棉纤维的总产能达到两万吨ꎬ而当年自乌兹别克斯坦商

品交易公司购买的原料仅达产能所需的一半ꎮ 此外ꎬ由于乌外汇管制严格ꎬ
外币购买棉纤维的规定亦为纺织企业原材料采购增加阻力ꎮ 以上事实表明ꎬ
乌兹别克斯坦截至 ２０１８ 年施行的棉花配额制度是制约纺织服装业发展最为

关键的因素之一②ꎮ
２ 出口导向政策限制国内生产

影响纺织服装业原材料供应的另一项政策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该领

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ꎮ 尽管该政策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了一系列税收优

惠ꎬ但其在更深层次上限制了处于产业链较高环节的企业发展ꎬ如棉织物、家
纺、服装制造商的原料获取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２０１０ 年报告指出ꎬ
乌棉纱厂商有三种销售渠道供其选择:第一是出口ꎬ出口至其他国家的商品

可直接凭出口货物报关单申请增值税退税ꎻ第二是以外币售予国内纺织企

业ꎬ但此部分棉纱生产的商品必须用作出口ꎬ在这一情况下ꎬ棉纱厂商须凭借

买方企业的证明文件(购买原材料用于生产出口商品)方可申请增值税退税ꎬ
这一流程相比出口申报更为烦琐ꎻ第三是以本币(苏姆)售予国内纺织企业ꎬ但
棉纱厂商无法取得增值税退税ꎮ 对比之下ꎬ棉纱厂商必然优先选择出口ꎬ其次

选择制成品出口企业ꎬ最后选择制成品国内销售企业ꎮ 此外ꎬ２００７ 年出台的

«关于促进棉花国内销售和纺织业发展的措施»总统令规定ꎬ出口商品份额在

８０％以上的纺织企业可免缴财产税ꎬ这进一步推动了棉纱及棉织物的出口ꎮ
２００９ 年ꎬ乌兹别克斯坦生产和进口的全部棉纱中仅有 ３３ ８％用于国内生产ꎮ

由此可见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鼓励出口的政策使产业链高端的企业难以

获得充足的原材料供应ꎬ制约纺织服装业的优化升级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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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需求方面的制约

１ 交通基础设施有待发展

经上文分析ꎬ乌兹别克斯坦纺织品主要用于出口ꎬ因此ꎬ海外市场对乌纺

织服装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ꎮ 就国际市场需求而言ꎬ乌兹别克斯坦地缘

交通状况成为第一个制约因素ꎮ 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地缘位置上远离主要

的纺织品消费市场ꎬ且境内无港口ꎬ难以通过海运进行对外贸易ꎬ纺织企业出

口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ꎮ 相关数据显示ꎬ乌兹别克斯坦货物出口运输成本占

货物价值的比重最低为 １５％ ~２０％ ꎬ最高达到 ６０％ ~ ７０％ ꎬ这与欧盟国家的

５％ ~７％差距很大ꎮ 此外ꎬ企业出口商品所需时间成本也相对较高ꎮ 统计显

示ꎬ将货物运送至美国东海岸ꎬ自加勒比国家出口需 ２ ~ ７ 天ꎬ自中国出口需

１８ 天ꎬ自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出口需 ２５ ~ ２７ 天ꎬ而自乌出口需 ４０ ~
５０ 天ꎮ 乌兹别克斯坦至欧盟的平均交货时间为 ３０ ~ ４５ 天ꎬ这显然不利于企

业快速顺应市场变化ꎬ亦难以满足服装的季节性需求①ꎮ
因此ꎬ交通基础设施ꎬ尤其是跨国交通走廊的建设对乌纺织企业提高国

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作为第二大棉纺织中间品进口商②和乌兹别克斯

坦重要的出口对象国ꎬ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纺织服装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ꎮ
为更好地联通中国市场ꎬ乌自 １９９７ 年起积极参与中吉乌铁路建设磋商ꎬ但受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因素和俄罗斯方面态度影响ꎬ项目进展缓慢ꎬ至今仍

未开工ꎮ 目前ꎬ该路线只能以公路和铁路联运方式通达ꎬ全程须进行两次铁

路与公路的转换ꎬ增加了货物的运输成本ꎮ
此外ꎬ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以服装制造业为支柱产

业ꎬ但其与乌在棉纺织加工品领域内的贸易额很小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运输通道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自 ２００３ 年致力于推动跨阿富汗走廊的建设ꎬ以
期打通南向运输通道ꎬ尽量缩短到达出海口的距离ꎮ 尽管 ２０１０ 年乌在阿富汗

建成海拉顿至马扎里沙里夫段铁路ꎬ但该走廊后续线路将途径塔利班部分控制

区③ꎬ受制于阿富汗的安全形势ꎬ项目前景不容乐观ꎮ

—３８—

①

②

③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и швейно － трикотаж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ｕｚ / ｕｚ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２

根据经济复杂度观察站网站统计数据ꎬ中国自 ２００９ 年起始终为棉纱、棉织物的

第二大进口商ꎮ ｈｔｔｐｓ: / / ｏｅｃ 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 ｔｒｅｅ＿ｍａｐ / ｈｓ９２ / ｉｍｐｏｒｔ / ｓｈｏｗ / ａｌｌ / １１５２０５ １１
５２０６ １１５２０７ １１５２０８ １１５２０９ １１５２１０ １１５２１１ １１５２１２ １１５５１３ １ １５５１４ / ２００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ｍａｐｐｉｎｇ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ｉ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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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外贸易关系较为单一

除交通基础设施外ꎬ乌兹别克斯坦与域外大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制约纺织服

装业国际竞争力的一大因素ꎮ 以欧美市场为例ꎬ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①

和«加勒比海盆地经济复苏法»ꎬ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国家的商品能够免税进入

美国市场ꎻ根据«洛美协定»②ꎬ几乎所有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 ７０ 个

国家的商品均可以免税进入欧盟市场ꎻ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巴基斯坦获得欧盟普惠制加

关税优惠政策ꎬ亦享受纺织品免税出口欧盟国家待遇③ꎻ然而ꎬ自乌兹别克斯坦向

欧盟国家交付的棉纱、织物和缝纫针织品则须分别按照商品总值的 ４ ２％、８ ４％
和 ９ ６％缴纳关税④ꎮ 截至目前ꎬ乌兹别克斯坦签订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仍集中在独联体国家和周边区域(见表 ７)ꎬ这意味着ꎬ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品出

口至欧美、中国、东南亚等下游市场均需缴纳关税ꎬ在运输费用之上又增成本ꎮ

表 ７ 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贸易协定 对象国 签署时间 生效时间 优惠政策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俄罗斯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乌克兰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摩尔多瓦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５

格鲁吉亚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

塔吉克斯坦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阿塞拜疆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免税

１９９４ 年«独联体国
家自由贸易区协定»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
罗斯、 格鲁吉亚、 摩尔多
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免税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ꎬ取代了自 １９９４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ꎮ
全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ꎮ
中国商务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ｊ / ２０１６１１ / 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５

６８５６５ ｓｈｔｍｌ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и швейно － трикотаж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го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ｕｚ / ｕｚ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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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贸易协定 对象国 签署时间 生效时间 优惠政策

«经济合作组
织贸易协定»

阿富汗、阿塞拜疆、伊朗、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
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８ 年内分 ８ 次将
关税降至 １５％ꎬ
成员国之间贸
易商品各项关
税减幅超过 １０％ꎬ
正面清单覆盖
８０％以上商品

２０１１ 年«独联体国
家自由贸易区协定»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
兰、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
坦、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免税

资料来源: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ｐｔｉａｄ

注:乌兹别克斯坦于 ２０１３ 年签署«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区协定»并生效ꎬ吉尔吉斯斯

坦于 ２０１３ 年生效ꎬ塔吉克斯坦于 ２０１５ 年生效ꎮ 该协定生效后ꎬ１９９４ 年«独联体国家自由

贸易区协定»废止ꎬ自由贸易区成员国间的双边贸易条款亦不具效力ꎮ

３ 国家监管能力有所欠缺

乌兹别克斯坦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监管体系尚不健全ꎬ而
西方人权组织长期针对此问题ꎬ以所谓“强制劳动”为名抵制乌棉花制品ꎬ对
乌纺织企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ꎮ 国际棉花联盟发起的“棉花运动”声称ꎬ由于

乌实行棉花配给制ꎬ为完成政府下达的棉产量指标ꎬ每年收获季节都存在大

量童工从事“义务劳动”的现象ꎬ医生、教师等公共部门从业者及企业员工也

被迫接受“农业生产再教育” ①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美国非营利组织“Ａｓ Ｙｏｕ
Ｓｏｗ”旗下“尽责采购商网络”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联合其他人权组织发起抵制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运动”ꎬ推动包括耐克、优
衣库、“Ｚａｒａ”等世界服装品牌和家乐福、沃尔玛等零售商签署保证书ꎬ承诺在

其供应链中不使用乌产棉花ꎮ 这意味着上述企业将同时抵制乌棉花加工而

成的棉纱、棉织物及其他纺织品ꎮ 到 ２０１９ 年ꎬ加入这一抵制运动的公司达到

３１３ 家ꎮ 美国政府也自 ２０１０ 年将上述产品列入制裁清单ꎬ导致乌产棉花和棉

—５８—

① Ｉｎｄｉｔｅｘ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Ｗａｌｋ Ｆｒｅｅ －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ｔｏ Ｂｏｙｃｏｔｔ Ｆｏｒｃｅｄ －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ｒｏｍ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ｔｔ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ｔｅｘ －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 ｔｏ － ｗａｌｋ － ｆｒｅｅ － ｐｌｅｄｇｅｓ － ｔｏ －
ｂｏｙｃｏｔｔ － ｆｏｒｃｅｄ － ｌａｂｏｒ － ｃｏｔｔｏｎ － ｆｒｏｍ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纺织品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出口受阻ꎬ制约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的增长①ꎮ
回归最初的问题ꎬ乌兹别克斯坦在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前提下ꎬ以

纺织服装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何没有实现增长? 本研究表

明ꎬ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首先ꎬ为保证外汇储备ꎬ乌兹别克斯

坦始终未放弃政府控制的棉花配额制ꎬ同时在纺织服装产业领域实施出

口导向政策ꎬ这不仅阻碍了市场调控机制的发挥ꎬ亦抑制了相关企业沿

价值链升级的动机ꎻ其次ꎬ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ꎬ乌兹别克斯坦长期未能

实现国际运输通道多元化的目标ꎻ再次ꎬ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ꎬ乌兹别克

斯坦未与主要消费市场建立密切贸易关系ꎻ最后ꎬ在国家监管能力方面ꎬ
乌兹别克斯坦长期因司法体系不健全而受到西方人权组织诟病ꎬ进而影

响海外市场需求ꎮ
上述结论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受到相关因素制约ꎬ尚

未转变为竞争优势②ꎮ 与此同时ꎬ以上四方面短板不仅限制了纺织服装业发

展ꎬ亦制约包括农业、汽车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发展ꎮ 例如ꎬ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直至 ２０２０ 年才取消的棉花配额制严重制约其他经济作物

生产ꎬ阻滞农产品出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ꎮ 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贸易环境等

方面的不足则对各产业商品和服务出口产生消极影响ꎮ 因此ꎬ消除这些短板

对乌兹别克斯坦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原材料深加工具有重要意义ꎮ

五　 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纺织服装业发展前景

２０１７ 年年初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布«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五大优先发展方向

国家行动战略»ꎬ拉开经济改革的大幕ꎮ 该文件涉及经济改革的目标ꎬ指出要

在对本地原材料进行深加工的基础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ꎬ营造竞争性的行业

环境ꎬ逐步减少对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垄断ꎬ促进出口程序的简化、出口结构和

出口市场的多元化ꎬ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ꎮ 上述改革思路与本文指出的制

—６８—

①

②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ｕｚ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８４９１１４ ｓｈｔｍｌ

新结构经济学关于结构变迁驱动的理论认为ꎬ虽然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

赋结构和比较优势ꎬ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在于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ꎬ从而保证资源

配置的有效性ꎮ 若要进一步将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ꎬ则需政府发挥协调作用ꎬ完善各项

基础设施ꎬ给予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ꎬ最终实现产业升级ꎮ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

学的理论框架研究»ꎬ«现代产业经济»２０１３ 年第 Ｚ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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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纺织服装业发展的若干因素基本吻合①ꎮ
(一)国内市场环境总体改善

就改革实践来看ꎬ现行举措已消除了制约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部分因素ꎮ
首先ꎬ在市场环境方面ꎬ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宣布取消外汇管制ꎬ
实现汇率市场化ꎻ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签署总统令ꎬ授予国内纺织企

业自由采购棉花的权利ꎻ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米尔济约耶夫再次颁布总统令ꎬ废除棉

花生产和销售配额ꎬ彻底放开对国内棉花产业的管制ꎮ 以上措施极大提升了乌

市场化水平ꎬ更解决了长期困扰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原材料供应问题ꎮ 米尔济约

耶夫还针对纺织服装业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纺织、服装和针织产业改革及扩

大出口能力的措施»总统令ꎬ通过为纺织服装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供税收优

惠、加强人才培养、举办年度展览会、简化销售要求等手段助力产业升级ꎮ
作为乌兹别克斯坦轻工业最重要的部门之一ꎬ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对国家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ꎮ 市场环境的改善亦将助力乌把握后疫情时代国际制造商

谋求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的机遇ꎬ提高跨国公司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的吸引力ꎮ
(二)对外贸易关系缓步发展

在贸易领域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乌兹别克斯坦与韩国就启动乌韩自由贸易协

定谈判达成共识②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乌政府启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乌议会下院批准乌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④ꎮ 加入

欧亚经济联盟和“入世”分别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

两条思路:前者有助于融入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内部共同市场ꎻ后者则有利于

改善国内商品出口条件ꎬ提高国家对外开放水平ꎬ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ꎮ 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ꎬ地区主义、保护主义上升ꎬ贸易优先方向存在自全球价

值链向区域价值链转变的趋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乌兹别克斯坦未来在加入欧亚

经济联盟问题上相较“入世”或呈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势ꎮ 但考虑到市场开放

对乌整体经济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冲击ꎬ乌政府仍将审慎决策ꎬ短期内恐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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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变化ꎮ
(三)国家监管能力显著提升

就国家监管而言ꎬ乌兹别克斯坦近年加大力度打击政府采购和投资领域

腐败问题ꎮ 乌总统责成财政部启动政府采购信息门户网站ꎬ并计划自 ２０２１
年起对所有使用中央资金的项目开展反腐调查ꎬ同时出台国家机构腐败排

名①ꎮ 此举将显著改善乌营商和投资环境ꎮ 此外ꎬ针对西方人权组织所攻击

的强制劳动和雇用童工问题ꎬ２０１８ 年棉花采摘政府工作会议上ꎬ乌兹别克斯

坦总理强调ꎬ任何强制劳动事件中的涉事官员均将就地免职ꎬ相关事宜由乌

总检察院监督落实②ꎮ 在乌政府改革措施落实以后ꎬ美国劳工部于 ２０１９ 年将

乌产棉花从禁止国家采购的商品清单中去除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乌劳动关系和

就业部第一副部长穆希特基诺夫指出ꎬ为确保落实«刑法»中有关强制劳动的

修正案ꎬ政府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和国际经验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进行专业培训④ꎮ 此外ꎬ乌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批准通过«关于组织 ２０２０
年原棉采收的相关措施»法令ꎬ全面提高采棉劳务费标准⑤ꎮ

上述措施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强化国家监管能力和改变国际棉花

联盟对乌棉花抵制态度的决心ꎮ 随着乌国内强制劳动问题的改善和美国态

度的转变ꎬ相信更多外国企业将退出抵制ꎬ为乌纺织服装业国际市场的开拓

乃至产业转型带来机会ꎮ
(四)基础设施建设前景未明

就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而言ꎬ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参与的国际交通走廊建设

项目前景均不乐观ꎮ
尽管跨阿富汗走廊在美国中亚战略支持下取得部分进展ꎬ由亚洲开发银

行出资建成海拉顿至马扎里沙里夫段铁路ꎮ 然而ꎬ马扎里沙里夫至赫拉特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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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发展困境与前景: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路因受到融资问题和阿富汗安全形势的限制始终不能落实ꎮ 因美伊关系长

期紧张ꎬ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阿曼国际运输走廊项目建设的

政治风险居高不下ꎮ 虽然伊朗恰巴哈尔港目前不在美国制裁范围ꎬ该港口的

开发经营权归属印度ꎬ但美国“长臂管辖权”依旧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入伊朗ꎬ
为该港口及相关铁路建设带来阻力ꎮ 在印度国内财政紧张的情况下ꎬ恰巴哈

尔港建设或面临更大挑战ꎮ 中吉乌铁路尽管无显著安全风险ꎬ但近年来各国

的合作意愿逐渐走低ꎬ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ꎬ短期内项目实施的可能性

较低ꎬ中吉乌公路铁路联运或成为未来较长时间的替代性方案ꎮ
综上ꎬ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ꎬ以纺织服装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乌迎来发展机遇ꎬ市场环境改善ꎬ制约产业发展的原材料供应问题得到解决ꎮ
为更好地将现有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转换为产业竞争优势ꎬ改善国内市场环

境、对外贸易关系、国家监管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应成为乌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乌可继续推进两国纺织服装领域产能合作ꎬ建立标志性

项目ꎬ互补上下游产业链ꎬ共同推进产业发展ꎮ 目前ꎬ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纺

织服装业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的利泰纺织国际有限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卡

什卡达里亚州先后投资 ２ １ 亿美元ꎬ建成 ２４ 万锭纺纱项目和 １５０ 台织布机

项目ꎬ提供新就业岗位约 １ ３００ 个ꎻ河南南阳木兰花家纺有限公司和雪阳集团

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收购棉纺厂ꎬ纺纱规模分别为 ２ ６ 万锭和 ３ 万锭ꎻ
中国广通蚕种集团公司向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州的养蚕厂投资 ２００ 万

美元用于兴建新项目ꎻ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的鹏盛工业园亦计划引进

产业链下游的棉花加工、纺织等相关企业ꎬ形成从原料生产到加工的产业

链①ꎮ 此外ꎬ中乌棉花产业科技合作蓬勃发展ꎮ 乌农业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棉花研究所签署«中乌合作意向协议»ꎬ制定了«中乌棉花联合实验室建设方

案»ꎮ ２０１８ 年ꎬ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在乌实施 １ ０００ 亩科技示范园区

建设ꎬ实现一倍以上增产ꎬ节约用水 ２ / ３ 以上ꎮ 根据乌总统令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

乌 １０％棉田(约 １５０ 万亩)将推广中国植棉技术②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产业转型进程中ꎬ纺织服装业或成中乌“一带一路”产能

合作的重点领域ꎬ发展前景广阔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９８—

①

②

«纺织“一带一路”重点国别投资指南»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 ｃ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４２６３ / ｄｅｔａｉｌ

中国农业科学院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ｃａａｓ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ｙｗ / ３０４６５５ ｈｔｍｌ


